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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切口折射大主题 以小故事呈现大图景
——“我和我的”系列电影漫谈

左衡：“我和我的”系列之《我和我

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

父辈》分别在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

国庆档上映。这三部影片在中国电影

观众满意度调查中分别获 91 分、87.5
分和 88.1 分。“我和我的”系列在市场

以及口碑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

们从中国电影学派建设的角度探讨

它，基于一个共识——这类影片成功

的背后与国家的、民族的意识形态和

当下社会的氛围等都有关联性，尤其

是“我和我的”系列都以集锦式的方式

呈现，颇具意味。

周夏：从主题思想性说，“国庆三

部曲”让我想到 2009 年开启的“红色

三部曲”（《建国大业》、《建党伟业》、

《建军大业》），当时虽然是革命历史的

宏大叙事，但它采取的是全明星阵容

和类型化叙事的商业化运作，尤其是

《建军大业》请了香港导演刘伟强，他

把一些动作片的经验全融到主旋律电

影的拍摄中，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隔了十年，在庆祝新中国建国七

十周年时，再次掀起了新主流大片的

新高潮，《我和我的祖国》形成了主旋

律电影的新创作样式，主创由名导集

体合作，拍摄集锦式的电影，这是最大

的创新点。我觉得跟它的时代背景也

有关系。当下短视频比较流行，因为

新媒体时代所带来的影响，年轻人对

于集锦电影更容易接受，观众们可能

会觉得一张电影票看了四五个或者六

七个小电影，就感觉这个票价很值，同

时把导演们所擅长的领域进行资源优

势最大化，拍片效率也提高了。老中

青三代电影人集中优势资源合作拍摄

新主流大片，也有传承的意味。除了

“我和我的”系列，像《金刚川》、《长津

湖》都采取集体合作的模式。

主题叙事上也有明显的变化，我

们以前看《建国大业》是宏大革命叙

事，那么到现在“我和我的”系列其实

从它的片名就感觉到了，“我”个人，

“我的”后面是“祖国、家乡、父辈”，都

是一个“小我”和一个“大我”的关系，

是家国的一个搭配，主创的创作思路

是“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

体现的是一种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

观，是在讲述大历史背景下个人的小

故事，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

史的见证者，以小见大，更亲民，更接

地气，对于老百姓来说更容易接受。

最后片尾曲请王菲唱，从“祖国”到“父

辈”，流行性特征是特别明显的。

周舟：“我和我的”系列三部影片

是 2019 年-2021 年推出的，这三年恰

逢建国、建党重要节庆纪念。2021 年

是建党百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

点。一个政党百年之际，必须要去思

考成功的经验、“血与火”的教训、新的

百年里如何发展。

我觉得在“我和我的”系列里，每

到重要的时间节点都有大银幕书写，

比如“十七年”的时候，那一批力作都

是在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前后（1957 年

—1959 年），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红色

经典基本都出现在那两年，那是中国

红色经典电影的创作高峰，实际上也

是因为当时我国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

境下取得了辉煌成就，所以必须要有

文艺书写。

今天，在建党、建国的重要时间节

点上，也需要文艺书写。十年前，在

2009 年的书写，我认为近年来文艺书

写的叙述对象更多是关注人民或者新

一代人民本身。十年前，国家政策特

别希望我们的文化文艺“走出去”，而

到了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走

出去”或者让西方、全世界接受我们，

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

信。如《1921》、《李大钊》中，观众会发

现叙述对象，就是它要对谁说有很大

的变化。现在更重要的是自我讲述，

是对下一代年轻人讲述，我们国家是

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里，下一步应该

怎么走，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承

前启后的视角。

李华：我认为这三部影片立意很

高。第一部《我和我的祖国》正好新中

国成立七十周年，讲爱国主义；第三部

讲《我和我的父辈》，它通过“我”和“我

的父辈”讲党的历史的四个阶段；第二

部《我和我的家乡》的核心是脱贫攻

坚，就是全面小康和乡村振兴问题。

因为不管是建国、建党，都是为让人民

过好日子，中国农村人口比例很高，所

以《我和我的家乡》实际上起到了承前

启后的作用。

《北京好人》讲述离开了“我”的家

乡，但是亲戚和朋友形成“我”与家乡

联系的纽带。《天上掉下个 UFO》讲特

色产业，农村致富问题。《最后一课》表

面上看是讲了一个当年支教老师的故

事，实际讲的是乡村基础教育问题。

《回乡之路》讲防风固沙、改变家乡的

恶劣环境。《神笔马亮》讲的是乡村第

一书记。影片说的是“家乡”，实际上

是新农村建设问题。前面是建国，后

面是建党，建了党是为了建国，建了国

是为了人民过好日子，而中国人口大

多数在农村，总体上是这个思路。

《我和我的祖国》当时是新中国成

立七十周年，完全按时间顺序展开，观

众很直观地感受到新中国七十年经历

的阶段。通过故事能看到每个阶段最

有代表性的东西。为什么它在满意度

调查以及豆瓣评分中得分最高呢？它

有一个总导演——陈凯歌。《我和我的

家乡》以空间顺序展开，一般人对时间

概念更容易接受，会形成一种自然的

认知，从整体上来说空间会显得凌

乱。《我和我的父辈》没有总导演，每位

导演有很大的独立空间，总体艺术风

格上很难协调。

左衡：如果说第一部是时间为轴

线，第二部是以空间为轴线，到第三部

就想跳出一个时间、空间之外再找另

外一个逻辑，于是就找到了人际关系、

人情关系的讨论。如果修辞一点来表

述的话，不防说第一部占天时，第二部

占地利，第三部就要占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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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衡：未来集锦式影片会不会成为

一种模式，这个模式要走到哪儿去？如

果再拍集锦式影片，大家对它有一个什

么判断呢？

李华：一定要有顶层设计。第一，要

有总导演，第二，整体风格尽量统一。

左衡：这是一个难题。

周夏：我觉得集锦式影片大部分都

是“命题作文”，比如早期的《联华交响

曲》就是“国防电影”。自发性集锦式影

片好像比较少，都是“组织命题”，或者集

体献礼，电影人在极短时间内集合最大

资源化，然后拍摄制作出来。我觉得集

锦式有一定特殊性，不应该成为未来电

影创作的常态模式，但可以作为一种多

元化的配方。

周舟：我觉得目前有几种分类法，需

要分而论之。如主题先行的，一定要大

家共同完成一个主题的，我觉得这个肯

定是要在重要的节点和特殊的年份去制

作，肯定也不会逢年就制作。例如，《每

个人的电影：戛纳 60 周年纪念短片集》，

2007 年戛纳 60 周年，大会邀请全世界 35
位导演每人拍摄一部 3 分钟短片组成

《每人一部电影》，不会选择在 61 周年的

时候再拍一部类似的短片祝贺。所以我

觉得主题先行类的集锦式影片肯定是在

一个重要的节点才会去制作，起码最少

10 年一个周期。

我觉得“我和我的”系列不一定会拍

下去，我更多的思考《金刚川》和《长津

湖》的拍摄模式，它们的创作模式有点像

什么呢？类似好莱坞当年大片里的导演

组。如果要拍《战争与和平》的话，在不

同的战场中可以有不同的导演来拍摄。

从《金刚川》到《长津湖》还能发现，此类

影片的操作体系还在不断优化，《金刚

川》里有好几段镜头是完全重复的，叙事

容量比较小。但到了《长津湖》中，因为

影片的运作周期足够长，主创团队用了好

几年的时间来创作拍摄，就不会出现镜头

重复的问题。这种模式，当年好莱坞大制

片厂里用过，苏联的国家制片厂也用过，

比如说拍《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

等大体量影片时，它周期很长，而在同样

的大战场里可以分批拍摄，有的人拍这个

战场，有的人拍那个战场。但最重要的

是，几位导演开始时就要做好统一设计，

特别需要一个总编剧要统领全局。我觉

得《长津湖》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总编剧

兰晓龙，思想高度、人物刻划、整体沉浸

感，都取决于兰晓龙。

左衡：世界范围内集锦式影片其实很

多，我在很多年前看过日本一部成本很低

的集锦式影片，讲日本小人物生活当中的

不如意。我会觉得集锦式短片很适合年

轻电影人“试水”，用一部小体量影片来

完成一次对自己电影语言、叙事选择等的

判断。如果未来集锦式长片有能力强的

出品方、整体的设计、扎实的剧本，最后

会变成监制的任务，监制如果能够掌控这

个项目，保证艺术质量，也能够进而保证

它未来的市场口碑，其实无妨出现一些中

小体量的集锦式影片。

周夏：还是没有太多成功的、小型的

集锦片的案例。早期的有《艺海风光》、

《女儿经》，国外有《巴黎，我爱你》、《纽

约，我爱你》，在国内当下也有许多实践，

但都不是太成功。

周舟：短片集成功的案例并没有太

多，而且短片集的艺术水准也没有赶上导

演拍摄的单片。

左衡：所以显然集锦式的模式，从电

影观赏的时长、规模、沉浸式体验来讲，

它先天是存在一些短板的，所以电影创作

者需要慎重考虑。我们无论如何从国家

层面上完成了集锦式的尝试，已经创造了

世界电影史上的一个纪录。

（整理：李佳蕾）

左衡：“我和我的”系列电影中，每

位导演经历不同、年龄不同，他们各自

成功的时代和成功所依傍的“武艺”也

不同。陈凯歌导演用反思，文化热的状

态，张艺谋导演虽然一开始也走文化身

份，但是很快被打上“文化奇观”、“东方

主义”等标签。以宁浩为节点，宁浩之

后慢慢崛起的电影人，我们还没有办法

更清晰地描述他们，一般会把他们归为

中国电影新力量。有意思的是，观众看

到“我和我的”系列中这些导演以新力

量的姿态，在市场、产业化改革的阶段

取得的成绩，能够挑大梁、当主角，包括

张一白、管虎、徐峥、薛晓路、宁浩，比较

晚进的闫非、彭大魔、俞白眉、吴京、章

子怡、沈腾等导演团体，将这样几个不

同阶段的导演拿出来检阅，很有意味。

周舟：对有一些导演“我和我的”系

列项目难度会更大一些，比如宁浩、徐

峥、沈腾、陈思诚等，相对来说在这个项

目里他们作出了一定的牺牲。

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商业片导演，观

众看他们以前商业片也都是从小人物、

世俗化的角度出发，然后赢得大量的观

众。不管是徐峥的《泰囧》，还是陈思诚

的《唐人街探案》都是走比较世俗化、通

俗化的路线。

但是进入到“我和我的”系列里

时，即使他们在这个体系里坚持拍自

己风格的喜剧片，但总体要求他们要

舍弃很多自己以前熟悉的书写方式，

对他们来说难度很高。相对来说，徐

峥能在国家要求的高立意和个人风格

之间找到平衡点，我个人很喜欢徐峥，

他能在框架之下坚持个人创作。从他

在“我和我的”系列创作中可以看到，

他一直在做沪上风情的“都市喜剧”，

如果做成 90 分钟的长片，他不一定敢

做，市场也未必敢投资。因为到目前

为止，上海风味有些滑稽戏味道的喜

剧模式到底能不能被全国观众所接

受，并不知道，但他在“我和我的”系列

里通过三个短篇其实完成了一系列比

较作者化的实验

左衡：徐峥拍乡村的《最后一课》，

因为他对乡村并不熟，但影片的镜头运

用有小市民故事、小市民空间的感觉，

类似于四十年代上海的《七十二家房

客》、《乌鸦与麻雀》。

周舟：他就是想做那种调调。在

《我和我的父辈》里他除了老上海电影

还加入如雅克·塔蒂《我的舅舅》那种哑

剧式的喜剧尝试，更加风格化了。

左衡：他继承下来了，包括他拍服

务行业人的状态，总觉得有当年《满意

不满意》、《小小得月楼》的味道。很有

意思，我们不谈徐峥的作品可能意识

不到刚才讲的这几部中国电影史上的

影片。

周舟：他自己非常有意识地在做这

种小市民喜剧的探索，而且他一直在坚

持做这个。

左衡：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好的，他

把中国电影史上的宝贵精神给激活了。

周夏：我先讲一下作为普通观

众，我对这三部影片的观感。第一部

是最新鲜的，《我和我的祖国》是创新

型的国庆献礼片，而且加之新中国建

国七十周年的氛围感、仪式感非常强

烈，是我感觉最震撼的一次。它的高

票房是天时、地利、人和，观众去电影

院看《我和我的祖国》，不仅仅是看一

部电影，就跟《战狼 2》一样，观众如果

不去看《我和我的祖国》，感觉就像没

有过国庆节。

整体质量上乘，《前夜》的叙事视角

非常独特，第一次站在旗杆设计者的角

度，在天安门城楼看到国旗的升起。

第二部《我和我的家乡》，就像左

衡老师说的，它没占据天时的优势，前

面有建国，后面有建党；它占了地利，

最终影片呈现出来的东南西北中也没

有太明显的区分。主题是“脱贫攻

坚”，在影片中主要表现的是乡村干

部、农民工、支教老师的乡村生活，对

于长期在都市生活的年轻观众来说有

一定的陌生感，总体上拍的有点粗糙，

喜剧风格不统一。

尤其是陈思诚导演的《天上掉下个

UFO》，它与整体风格差别太大，脱离了

整体语境，会显得特别突兀。

第三部《我和我的父辈》我没抱太

多期待，反而感觉不错，影片中章子怡

带来细腻动人的女性元素、沈腾的喜剧

亮点、徐峥在风格和表演上的稳定表

现，都让我觉得比《我和我的家乡》拍得

更精致，情感浓度也比较高。

李华：因为个人经历、知识背景不

一样，说大一点就是时空结构不一样，

电影本身是时空结构，所产生的结果就

是电影评论、电影欣赏不一致。

我认为沈腾在“我和我的”系列中

还存在一些问题。因为“我和我的”系

列是主旋律电影，主旋律电影主要靠情

节支撑，影片要情节带动观众自然而然

带地产生喜或悲的情绪，如果喜再掺点

悲是最有感染力的。沈腾导演的《少年

行》有什么问题呢？他用肢体语言创作

喜剧效果，笑过之后，忽然感觉自己让

他给“耍”了。

我感觉他这几部片子多少都有这

个问题，特别是到了《我和我的家乡》中

的《神笔马亮》。首先不深刻，沈腾穿大

鹅服装，非常典型的靠肢体语言去造成

喜剧效果；其次情节转换过于突兀，马

亮的老婆三四十岁的人，她的世界观、

人生观没有那么容易改变。

左衡：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由于过

度追求小品式的喜剧效果，反倒使得他

的主旋律表达反倒会有副作用。我们

作为影评者、评论者、批评者，要回归到

中国电影评价体系的结构上去。我理

解李华老师谈到的，开心麻花的喜剧套

路和主旋律影片表达之间存在很难跨

越的鸿沟。如果能跨越得到更多认可

时，那它可能创造了新范式。但如果不

成功的话，强行的实验是不是合适，我

觉得是个问题。

◎百年积淀下的思想性与商业性结合 ◎集锦式影片的未来走向

◎新力量创作群体挑大梁当主角

中国电影学派
基础学术工程专栏


